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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明的北京琢廬書院裏，或細膩而
驕傲、或彬彬爾雅中生出風雷氣概

的筆墨，以及滲透在諸多書寫細節之中
的那縷真情不斷流淌。從行醉放狂歌的
少年到坐禪銷妄想的中年，現今他正站
在當代書法藝術創作與探索的前沿，不斷
前行。而在早前召開的安徽省書法家協會
第七次代表大會上，他當選了新一屆安徽省
書法家協會主席。

從小熱愛書法 幸得名師授業
據李明回憶，在他小時候，家鄉當地有着濃厚的寫
書法的鄉風，逢年過節或有紅白事，人們都會請些先生
來寫書法，同時父親也對書法特別喜愛。正是由於成長在這
樣的環境裏，李明從小便喜歡書法，並在小學階段就逐漸展現出在
寫字上的天賦。
「我真正走上專業學習是在我初中畢業，當時上的是懷遠師範學校。」李明告訴記者，

當時在學校裏，同學們可以和一位專門教書法的老師學習，他也是那時正式開始規範學
習，通過「正兒八經的臨帖」，「路數就比較正了」。在校期間，他在校級乃至全國的書
法比賽中頻頻獲獎，不論是硬筆書法比賽，亦或是軟筆書法比賽，只要參賽，他至少都能
拿三等獎以上。
「書法老師是一位老先生，我上師範二年級的時候，他年齡有點大，就退休回家了，於

是我就接過教鞭、給他代課。」在李明看來，這是他人生中很重要的一個起點，也是書法
生涯一個非常好的起點。於是他在17歲的年紀就由學生轉當老師，走上了書法講堂，並在
畢業後順理成章地被聘用留校任教。
「我的第一個轉折是遇到一位老師，他叫楊士林，跟楊老師學習我才真正地認識到書法
的本質。」李明介紹，蚌埠市書畫院原院長楊士林先生是他的第一個專業的書法老師，當
時他通過參加蚌埠市組織的青年書法家培訓班，有幸結識了楊士林先生。李明告訴記者，
楊老師學識很淵博，書法非常好，在接觸楊老師的思想後他漸漸明白，書法不只是一種技
藝，更是一種人生態度，一種對世界的感悟和表達。
在楊士林的影響下，李明持續在書法的道路上朝前探索，並在蚌埠市年輕一代中脫穎而
出，成為當時第一個入選中國書協舉辦的全國書法篆刻展的蚌埠青年書法家，打破了零的
紀錄。

北漂求學開啟人生新篇
時間來到2006年，35歲的李明被選往北京參加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書法院碩士研究生班
學習，這是他藝術生涯的第二個轉折。在那裏，他不僅開闊了眼界，也愈加明確未來的方
向。李明感慨，北京是個「群英薈萃的地方」，直到去了北京學習，方才知道書法真正的
高度在哪，以及當代書法的走勢是什麼。在北京求學的階段裏，李明的思想完全打開了。
「書法的學習是很難的，尤其在到達一定程度後，每提升一步都是非常難的。」回想起
在北京求學的經歷，李明感到很幸運，這些年他看到很多人書法造詣到了一個點上就再難
突破，而他卻在步入中年時迎來職業生涯的全新局面。
2007年，李明來到中國國家畫院，進入時任國家畫院副院長、書法篆刻院執行院長曾來
德先生的書法高研班學習。「曾老師思想比較前衛，他告訴我，學習和創作必須要站在時
代的前沿，要敢於對自我去否定，要能夠回我溯我、不斷地超越自己，要有這種創新的勇
氣。」李明說，那時候他常常觀摩曾來德先生的書法繪畫作品，並成為曾先生班上的助理
導師，曾先生的言傳身教，給予他很大的啟發和啟示。
「做助理導師期間，經曾老師引薦，我又拜沈鵬先生為師。」李明介紹，2008年，中國
國家畫院邀請中國當代書法泰斗、時年77歲的沈鵬出山設立工作室，開辦了書法課題班，
這個班由全國獲獎書法家組成。得益於富有靈氣的書法作品，李明成為沈鵬課題班的骨
幹，成為內地書壇有名的「沈門七子」之一。

「入古」探索自我 書寫映照人生
「我真正找到自我風格，書風形成個性，是從2015年第十一屆國展之後。」李明介紹，

到2015年前後，他逐漸有了自己對書法認識上的突破，尋得了個人風格，並在2015年斬獲
第十一屆全國書法篆刻作品展最高獎。在那之後，他結合在中國國家畫院的教學經驗繼續
摸索，尤其是近年他把書法學習的心得加以凝練，通過開展對《石門銘》在內的北魏時期
摩崖石刻銘文的研究，形成了自己大小結合、動靜結合、碑帖結合的書法理念。
研究摩崖石刻使他擁有了更加磅礡開闊的藝術胸懷，而他「入古」的初心，是因為了解
到大量從事藝術創作的人基本都經歷過這樣的過程，即通過真正的「入古」，找精髓、找
啟發，再結合修養自己的事業，最終催發出自我特色，從而昇華創作、提高藝術造詣。在
這場從「入古」「通古」到「化古」的修行中，李明的書法更趨俊拔爽利、張弛有度，寫
心抒情意到即止、空靈隱秀，顯現出古拙之味、高遠之象。
他認為，「言由心出，行有所踐」，書寫應當以專注、嚴謹的態度「即古即真」，「學
書必先以技入，技進乎道，技道雙修並進，方能人書合一。」而多年的藝術探索也讓他明
白：「人書合一方入真境，為生命之真，為藝之真也。」正如他的行草書雖注重內在筆力
的表現，但遵循的是「不拘泥於局部細節，以表達心性為上」的書寫觀念，字裏行間生長
出自由純粹的張力，正與他的追求與經歷遙相呼應。

新年伊始，以「蟠蛇紋當盧陶範」「蟠蛇紋
鏤空鼎」等文物為原型的一系列蛇元素文創產
品在山西青銅博物館「上新」，吸引遊客爭相
搶購。 據文創產品設計師杜維介紹，農曆乙巳
蛇年，他所在的團隊共推出 100 餘款文創產
品。在這些創意中，一個個「冰冷」的文物變
得生動活潑，古代「弄潮兒」在當代有了新表
達。
比起設計師，杜維更願意自稱文物「造夢

師」。與文物的朝夕相處讓他發現，看似「冰
冷」的文物背後其實藏着無盡的故事。 「我想
讓靜默在展櫃裏的歷史『活』起來，走進現代
人生活中。」然而，真正開始設計文創產品並
沒有杜維想像中那麼容易，「文創產品設計更
像是一段動態的探索旅程。」
杜維介紹說，文創產品設計師需要先觀察市

場，捕捉潮流與文化脈絡，融合文物故事與大
眾興趣，催生創意。此後歷經草圖繪製、原型

製作、測試反饋直至產品上市。但這並非終
點，他們還要根據市場反饋持續優化產品，整
個流程短則耗時三四個月，長可達一年以上。
在杜維看來，這一過程中最大的挑戰是創意

的深度與產品落地的實現。 「創意是起點，也
是靈魂。我們要挖掘文物背後的故事，並將其
轉化為符合現代審美和需求的設計。創意落
地，則需要我們熟悉不同生產領域的技術工
藝，將腦海中的靈感變為觀眾手中的產品。」
他說。

不停思考 不斷嘗試
如何克服挑戰？杜維的答案是不停思考與不
斷嘗試。為尋找靈感，杜維與團隊設計師們在
博物館中觀察每一件藏品，理解其「前世今
生」，找尋其與當代觀眾的連接點。同時嘗試
探索不同形式和不同載體，找到最適合表達文
物主題的方式。 他感慨，一路充滿挑戰，但也

帶來無盡樂趣和成就感。每當觀眾因一件文創
產品與文物建立聯繫，便覺得一切努力都值
得。
在杜維看來，文化傳承的魅力在於包容，而
創新是其延續之道。他認為，文化傳承和創新
表達相輔相成。「每一件文物在誕生之時，一
定是當時的審美與創意先鋒，我們只是將代代
相傳的『美的記憶』用新語言、新形式呈現，
讓其與當代觀眾產生共鳴。」
文物擺件盲盒、冰箱貼、胸針……在推動文
創產品年輕態的路上，杜維一直在創新，「我
們的任務就是把深厚的歷史文化轉化為觸動心
靈的設計，讓文物以更鮮活的形象進入年輕人
的生活。」
新的一年，杜維期望團隊能夠不斷創新，設
計出更多既有文化底蘊又符合現代審美的作
品，「希望通過我們的努力，讓更多人因為一件
文創產品愛上博物館、愛上歷史。」 ●中新社

文物「造夢師」杜維：文創設計激活歷史

近十幾年來，為推動
書法傳承，李明一直扎
根於書法教學。李明告
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每
年從全國各地來到他在
北京的導師工作室學習
的學員就有 100 多人，
並且都是全國書法界的
精英。此外，他不僅在
中國書法家協會培訓中
心、中國國家畫院擔當
導師，並且每逢各省書
協組織培訓，他也常被

聘為培訓老師去各地做講座。同時，李明每年還在家鄉蚌埠懷遠開設公益書法
課堂。「目前在全國範圍內我教的學生是最多的，單是國家級會員都有200多
人，總共能達到好幾千人。」李明說。

據李明介紹，近年來，在全國各級書法家協會、畫院、書法院等機構以及專
業院校的共同努力下，我國書法傳承情況持續向好，學習書法的人越來越多，
其中包括大量少年兒童和青年人。但在他看來，目前書法傳承也存在一些問
題，「會寫字的人很多，但是真正入門的人很少，這就導致網絡上很多對書法
的評價有時候非常偏激。」他認為，書法需要在全社會進一步普及，培養更多
專門人才。

當被問及對想學書法的年輕人有何建議時，他說：「愛好是最好的老師。」
他結合自己入門的經歷表示，好狀態是學得好的重要前提，甚至要達到非常癡
迷的地步。此外，還要有真正專業的老師進行規範、系統、科學的教學，能做
到「人書合一」，進而樹立自我，即「弘揚原創、尊重個性」。他引用老師沈
鵬先生的話說：「這是『藝道並進』的過程。」

愛好是最好的老師

書法家李明出生於淮河之畔的「明珠」安徽省蚌埠市懷遠

縣，是「沈門七子」（沈鵬的七個弟子）之一。多年來，他

以「技道並進」的清雅之風和「入古化古」的創新精

神，在書法道路上執着探索。近年他潛心研習

北魏摩崖石刻《石門銘》，筆融篆籀，以帖

化碑，法趣兼得，從精微到蒼茫，日益從

容，成為中國書壇的實力派。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臣、朱順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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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維在山西青銅博物館中觀察藏品，為新年文創產品
設計尋找靈感。 中新社

●李明作品《撥雲、倚石聯》，
17cm×68cm×2

●李明作品臨藤原佐理《頭弁
帖》，68cm×138cm

●李明在家鄉懷遠舉辦書法公益課。

●李明作品《河清海晏》，68cm×17cm

●李明作品臨《深窗秘抄》，61cm×35cm

●李明去年在陝西舉辦的「問道石門」全國書法作品展系列
活動中現場創作。

●李明作品蘇軾《書濟眾
方後》，50cm×28cm●李明潛心進行書

法創作。


